


0｜ 寿再探索 ReSearch



CONTENTS

./ Ὗ

.1 הּ שּׂ† τװ הּ
ĽĽɦΨ ж ך Δ הּ &0.0.'ɧ

ͫɞ τװ הּ

Јɞ הּ †ὗ

ͼɞ

ɞ

/6 ж
ͫɞ Ά

Јɞ

ͼɞ הּ ж

03 שּׂ Δ├ ך
ͫɞ ɞ ч

Јɞ ɞ Ỹּׂשẹ Δך Ψ

ͼɞ ɞ Δ├ ך

14 ך φ
ͫɞך џ; ך

Јɞ  Δך ὰ

ͼɞ ך הּ †

21 łͫ ͫ Ń ╞ж├ ᵲ ך Άך ὗ
ͫɞ

Јɞ

ͼɞ הּ

ɞζ

27 Њ ὗ ΐ ợ ὗ
ͫɞ ợ

Јɞ ὗ ч

ͼɞ ὗ

ɞ Ὁ ὗ

Аɞ שּׂ

45 ɦ Ố ɧ /+/1 ὉὟ



ɦ Ố ɧ 9 £ <



 ReSearch 寿再探索 ｜ /

0.0. Ώ Ợ ɞכּ ҕ Ὥɝ ɝ ΄ᾆךּ

י Γ ּד ךּ Ϛ Ѡ ẌɞӁ י Γ דּ ҋɝѠי δ  

⅞ υ‟◑ ᵨ ɞ

ўͽ ѧ е Γ  Ὧ ЁͪЖ ɥ ỏ ɦ

δ х Ѡ ẵךּ Γ ѠּׁשΧỏ ΄ Ὧ Γ 

΅ ỷ ӗ

Љ 0.// ɥ ỏ ɦ ầ ϘΤ ӗδΧỏ ΊΓ Ὕ΅

е Γ תּ΅ ɞ х /. Ѹθῼ 0.0.

ậ ỏ ҕ י ҕͼ ᾁ  Ёɥ ỏ ɦ Χỏ

ͼ דּ ѥ ɥ ỏ ɦ ͼ⅞ ɞɥ ỏ ɦ

ͼ⅞ ο Ί Χỏ ẮҒם łΓ   Ń ͽ ὈЁł ỏ Ń

Ẫ Ὕệ ͼ ₵ Ὀ /1 ΊὝ 6 ẳ 5.

ΊΓ Ѡ ɞ

ɥ ỏ ɦ δ Ԝ ῾ ɝֳ ֳ

ͽ ɞ Ӻ Χ лς ѧ ɞ ѧ

ᵊ Ѡֳδ Ԝ ῾ғ ệ  ɞ ΄  Ό ł

ỏ Ń ү ᾣ δ Ẃ ΊΓП ᶸ Ὀ ΓὯ דּ

 Ό

ζ Ỉ ч ;

1.《重大疾病的发展趋势及定义修订对发生率影响》为满足我国重疾险的发展需求，《重大

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2020 年修订版）》和《中国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

（2020）》于 2020 年 11 月 5 日正式发布。与 2013 年发布的第一套重疾表相比，新重疾表的曲线

形态和水平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文章通过分析重疾定义变化对发生率的影响，以及各重疾病种的

发生率恶化趋势，对新重疾表的变化进行解读。

2.《癌症诊断技术进展对人身险的影响》癌症是世界性难题，目前医疗技术尤其针对癌症的

诊断技术不断发展，而与医疗联系紧密的保险行业，人身险产品赔付率的变化与形态的发展都与

医学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探讨目前最新的癌症医学进展，对人身险将产生的潜在影响。

3.《质子重离子治疗技术最新进展及对我国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本文介绍美国质子治疗技

术开展对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总结了美国质子治疗推广与商业保险责任覆盖之间存在的一个悖

论。同时结合我国质子重离子治疗开展的情况，研究分析了这种新的肿瘤治疗手段可能给国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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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医疗险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保险机构可借鉴国外经验，逐渐参与到质子重离子治疗等重大费用

支出的医疗管理之中，在国内试点推广管理式医疗。

4.《科技赋能银行保险新模式之探索》在保险科技时代和监管政策改变的背景下，银行保险

渠道在近年间呈现出严重的持续下滑趋势。未能迅速适应保险科技新环境以及有效应对监管新政

策，对银保渠道发展带来了阻力，同时也带来了发展革新的机遇。为帮助银保渠道寻找全新发展

模式，我们尝试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通过科技赋能银保业务发展的方式，打破传统被动

业务模式的壁垒，提出主动智能风控与营销一体化的创新理念，探索出全新的银行保险新模式。

5.《“一带一路”海外华人医疗健康保障需求与保障策略分析》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

合作规模逐年增加，海外华人的健康及人身安全威胁与他们不断升级的医疗健康保障需求之间的

矛盾愈发凸显。本文选择了若干典型国家通过问卷调查、知情人访谈及专家座谈等方式，深入了

解海外人员的健康风险、对医疗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险的需求，以及当地医疗健康服务供给能力，

探索依托中国援建医院和援外医疗队，以及合作医疗和紧急医疗救援机构，构建“国人国医、国

人国保”的“医疗健康服务 + 商业保险”的海外华人健康保障体系，为国家建立和优化相关保障

方案提供决策依据和建议。

6. 《基于聚类分析的世界各国新冠疫情应对表现分析》自 2019 年底，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以来，

疫情在世界范围远未结束，受到疫情冲击较大的国家中不乏医疗资源充足的发达国家。传统指标

（人均 GDP、床位数、健康费用支出等）可能无法有效衡量各国抵御疫情的能力，政府的管控力

度和响应速度对疫情的影响很重要。因此本研究采取聚类分析方法，将各国医疗资源、社会经济、

政府措施等方面的指标纳入分析并分组，分析每组国家特征，从而确定影响疫情严重程度的决定

性因素和各国抵御疫情的能力和风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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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疾病保险（简称重疾险）1983 年起源于南非，我国保险市场于 1995 年引进。早期重疾

险产品的疾病定义在各家保险公司不同，导致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理解上的差异，也让营销误导行

为有机可乘，最终产生很多理赔纠纷。鉴于此，2007 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与中国医师协会联合发

布《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简称重疾定义），对 25 种高发重疾制定标准定义。虽

然重疾险产品已规范化，但是重疾险的定价和准备金评估依据缺乏，往往只能借鉴外资再保险公

司对海外重疾险市场的发生率研究结果。2013 年中国精算师协会首次编制《中国人身保险业重大

疾病经验发生率表 (2006-2010)》（简称重疾表）[1]。此后，重疾险迅猛发展，在我国保险市场占

据重要份额。

但是，随着医学临床诊断标准和诊断技术的不断发展和革新，部分现行重疾定义已不能满足

当前行业发展和消费者的需求。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医学诊疗技术的进步，我国的

疾病谱及重疾发生率已发生较大变化。为满足重疾险发展需求，在中国银保监会人身险部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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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是一个世界性难题。2018 年，全球新发 1810 万例癌症。在中国，每天有 1 万人确诊癌症，

平均每 7 分钟就新发一位癌症患者。而与医疗联系紧密的保险行业，人身险的各个产品，无论

是热销的重疾、医疗险，还是传统的寿险，赔付率的变化与形态的发展都与医学发展有密切的

关系。这些医学进展必然对人身险产品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旨在探讨癌症最新诊断技术对人

身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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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保险行业已经进入了全新的保险科技时代。《2018 年全球保险科

技报告》将保险科技定义为“保险行业各参与主体，基于一系列数字技术的综合运用，创新风险

管理方式，使保险服务效率和服务能力得到提升的做法。保险科技涵盖了区块链、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科技”。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了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国保险监管部门也倡导鼓励保险公司充分发挥保险科技在资源配置中的

优化和集成作用，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进保险商业模式、产品服务等领域的深度创新。

作为新时代经济与科技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保险产业链中发挥的创新

性作用正在改变甚至颠覆我国传统保险的经营模式和盈利模式，发挥好人工智能在保险产业链中

的创新性作用，对推动保险产业机构升级、促进保险行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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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我国和伙伴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

深化产能和经贸务实合作，促进资金融通，惠及民生，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的全球实践。随着合作

不断拓展、深化，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派出人员的规模呈逐年上升趋势，他们在海外的健康及人身

安全威胁，以及对健康服务和保障的需求也不断增加。2017 年《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业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保险企业要全方位服务和保障“一带一路”建设，根据“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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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年人商业保险的发展与探索 王珺 2012/ 总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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